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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牛流行热
七、牛副流感感染
八、轮状病毒感染
九、马传染性贫血
十、马瘟
十一、马流感
十二、马鼻肺炎
十三、流行性乙型脑炎
十四、猪瘟
十五、非洲猪瘟
十六、猪传染性胃肠炎
十七、猪流行性腹泻
十八、猪水泡病
十九、猪细小病毒感染
二十、伪狂犬病
二十一、猪生殖和呼吸系统综合征
二十二、绵羊痘
二十三、山羊痘
二十四、绵羊进行性肺炎
二十五、羊传染性脓疱皮炎
二十六、山羊关节炎－脑炎
二十七、蓝舌病
二十八、小反刍兽瘟
二十九、鸡新城疫
三十、鸡马立克氏病
三十一、鸡传染性支气管炎
三十二、真性鸡瘟
三十三、鸡传染性囊病
三十四 鸡痘
三十五、鸡传染性喉气管炎
三十六、禽脑脊髓炎
三十七、禽白血病
三十八、禽病毒性关节炎
三十九、鸡产蛋下降综合征
四十、鸡传染性贫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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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鸭病毒性肝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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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犬瘟热
四十八、犬传染性肝炎
四十九、水貂病毒性肠炎
五十、阿留申病
五十一、兔粘液瘤病
五十二、兔出血症
五十三、猫泛白细胞减少症
五十四、蚕核型多角体病
五十五、蚕质型多角体病
五十六、蚕病毒性软化病
五十七、蚕浓核病毒病
五十八、草鱼出血病
五十九、鱼传染性胰脏坏死病
第十五章 寄生虫类制品
一、血吸虫病
二、棘球蚴病
三、弓形虫病
四、猪囊虫病
五、猪旋毛虫病
六、球虫病
七、牛肺线虫病
八、锥虫病
九、梨形虫病
十、蜂螨病
十一、蜜蜂孢子虫病
十二、蚕微粒子病
第十六章 微生态制剂
第一节 微生态学基础
一、微生态学的概念
二、胃肠道正常菌群的作用
三、胃肠道微生态平衡
第二节 微生态制剂的概念和应用
一、微生态制剂的发展历史
二、微生态制剂的作用机理
第三节 微生态制剂的生产
一、生产概述
二、几种微生态制剂的生产方法
三、质量控制
第四节 存在问题和展望
一、影响微生态制剂作用的因素
二、未来发展
三 非活菌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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